
国内统一刊号：CN81-0001（ J） 代号 1-26 解放军报社出版

中国军网http: //www.81.cn 第 号2018年6月6日 星期三

戊戌年四月廿三 今日12版

22062

习主席反复强调，要着力研究解

决影响基层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部队改革转隶期，往往也是基层建设

新情况新问题的凸显期。及时解决好

基层矛盾问题，是各级抓建基层的突

破口和着力点，也是圆满完成改革转

隶任务的题中应有之义。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矛盾

问题。当前基层遇到的矛盾问题，有

战斗力建设升级问题，有强化组织功

能问题，有密切内部关系问题，有久治

不愈的“五多”问题，也有官兵现实困

难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改革“进行

时”出现的新情况，有的是“老问题”的

新衍生，还有一些是长期困扰部队的

“老大难”。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

怎么认识、如何解决。应当看到，基层

建设总是在不断解决矛盾问题中发展

进步的，这是抓建基层的一个基本规

律。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

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找准推动基层

建设发展的时代路标。

解决基层矛盾问题的态度力度，反

映的是政绩追求，体现的是责任担当。

面对问题这个“试金石”，有的“不想”，

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轻视漠视、懒政庸

政，搞鸵鸟政策、选择性失明，缺乏责任

心紧迫感；有的“不敢”，畏手畏脚绕道

走，怕捅娄子怕担责，当“泥瓦匠”不当

“打铁匠”；有的“不能”，对问题看不到、

想不透，缺乏攻坚克难的真招实策，导

致问题循环往复、累积叠加。基层矛盾

问题绕不开躲不过。必须积极主动地

靠上去，敢啃硬骨头、勇于闯难关，以敏

锐的眼光发现问题，以前瞻的思维审视

问题，以创新的举措破解问题。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

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解决问题

必须选准着力点，扭住不放，持续用

力。要发挥政策制度的治本作用，打

好深化改革“第三大战役”，推动基层

建设有关法规制度立改废释，加紧解

决当前政策制度不配套和迟滞空白等

问题。要着眼新的体制机制，改进抓

基层的工作机制和方式，厘清抓建基

层职责，把战建两条线捋清楚、左右结

合部切分好，做到各司其职、各谋其

事、各尽其责。要创新抓建基层模式，

坚持依法抓建、精准抓建、按级抓建、

动中抓建，在抓建理念、方法、机制上

“换挡升级”。要培育基层解决自身问

题的能力，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用劲，

在发挥官兵主体作用上用心，既“授

鱼”也“授渔”，既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更注重教方法、修“内功”，特别是强化

营一级“前沿指挥所”功能，“靠营抓

连、帮营抓连、促营抓连”，防止机关大

包大揽、“勤婆婆”带出“懒媳妇”。

基层是最好的“反射镜”。党委领

导和机关要透过基层矛盾问题，反思

工作指导、改进工作作风、检验工作成

效，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服务意识，

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

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解难题促发展，牵引和推动

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以担当尽责的精神解决好基层矛盾问题
—三谈注重做好改革转隶期间抓基层打基础工作

■本报评论员

初夏的新疆某地，骄阳炙烤大
地。新疆军区防化技术大队高级工程
师徐云戴着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在
高温下亲身确定装备防毒性能。不一
会儿，他的全身就被汗水浸透。
“一切用数据说话。”走出试验区，

摘掉防毒面具的徐云一边大口呼吸一
边询问检测数据，与同事一起分析测
试结果。

1984 年，从解放军防化学院毕业
的徐云主动申请到边疆建功立业，成
为新疆军区某防化技术大队的一名技
术员。

防化兵被誉为军中“降魔神兵”，
常年与化学毒剂、放射性物质打交
道。战场上，化学武器杀伤力大，对战

斗人员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1997
年，时任防化修理所所长的徐云主动
辞去行政职务，潜心研究降低战损、增
强防护的途径。

那个时候科研条件艰苦，徐云垫
支数月工资买试剂，长途奔波到电信
局打电话向专家取经，到书店抄记数
据，加班加点带领团队反复实验。最
终，他主持研制的氰化物战场急救剂，
为减少因化学袭击造成大量突然减员
提供了有效的技术途径。

在查阅历史资料中，徐云了解到这
样一些事实：高原作战，因高原病造成
的非战斗减员很普遍，以往经常有官兵
因脑水肿、肺水肿等高原病而牺牲。
“必须解决高原单兵供氧难题。”

为实现高原供氧理论突破，1999 年，
徐云主动请缨，到“生命禁区”蹲点试
验。

高寒缺氧，条件艰苦，徐云不顾高
原反应，冒着生命危险在不同海拔地
域一遍遍尝试戴面具与不戴面具冲锋
的感受，用自身生理反应完善试验方
案。“嘴张得像离开水的鱼儿！”对于当
时的情景，徐云记忆犹新。

经过军内外专家鉴定，徐云研制
的《高原单兵供氧技术研究》成果对指
导相关装备研制、部队训练和完成作
战任务有重大作用。他研发的某型高

原面具能有效降低面具的吸气阻力，
氧气利用率显著提高，高原人均作战
运动距离成倍提高。

青藏铁路建设时，徐云接到有关
部门的求助，毅然将自己独闯“生命禁
区”取得的科研成果无偿贡献出来。
“能为国家做点事，我义不容辞。”平凡
的话语，诠释了一位科研人的情怀与
担当。

现代战争中，作战进程不断加快，
精确打击武器使用比例大幅提高。徐
云萌生了研制成本低、快反能力强的
防精确打击烟幕的想法。

无数次尝试，无数次试验，徐云带
领团队用 5年时间成功突破某项伪装
技术，获得新疆军区科技大练兵革新
器材一等奖。学界评价这项技术解决
了光电对抗难题，对我军烟火光电对
抗专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现在是科研工作者的春天，党中

央大力推进科技兴军，我们要鼓足干
劲、奋发有为！”年过半百的徐云雄心
勃勃，瞄准一个个制约部队战斗力提
升的难题，一次次发起科研冲锋。

至今，由徐云领衔的 30多项科研
成果得到推广，填补多项国内、军内技
术空白，对部队战斗力建设起到重要
促进作用。

左上图：徐云受到表彰。

新疆军区防化技术大队高级工程师徐云破解 30多项战斗力建设难题——

“能为国家做点事，我义不容辞”
■陆 宁 霍卫东 本报记者 李 蕾

本报北京6月5日电 王日、张鹤

报道：6月 5日凌晨，华北某地，铁流进
发，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军
兵种的多个防空火力单元，经过铁路、

水路、公路等方式远程机动到达任务地
域后，一次性全部完成战斗准备。随着
一声令下，数枚导弹直刺夜空，多批次
来袭目标被成功拦截，标志着空军“蓝
盾-18”多军兵种地面联合防空演习由
此拉开战幕。

据演习指导组主任、空军参谋部
地面防空兵局副局长向朝明介绍，作
为空军实战化军事训练品牌，此次“蓝
盾”演习着眼新体制下空军空防基地
作战使命任务拓展，突出实战实训、联

战联训，以探索多军兵种地面联合防
空体系构建、作战运用和战法检验为
目的，研练体系支撑条件下多军兵种
地面联合防空作战行动，锤炼提升跨
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和空防基地作战
指挥能力。

记者了解到，演习联合指挥所由空
军驻湖北某基地牵头开设，统筹演习区
域各军兵种防空力量，区分“远程投送、
指挥推演、实兵演练、实弹检验、总结归
建”5个阶段，重点研练体系条件下兵力
投送、进驻就打、作战筹划、空地对抗等
10多项训练内容，推动军兵种之间互相
交流，磨合军兵种之间训练机制、模式
和方法，为多军兵种地面联合防空训练
摸索经验。

未来战场，无联不胜。演习总导演、
空军某训练基地主任孟林介绍说，空防
基地是未来防空作战的主体，区域内所
有军兵种防空力量都是防空作战体系的
基石，都是战场主力，下一步将按照战区
主战、军种主建要求，不断推进联合防空
演训常态化、机制化、规范化，强化官兵
联合意识、提升联合素养，大力提升部队
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防空能力，为
参加联合作战夯实基础。

左图：6月5日，参加空军“蓝盾-18”

多军兵种地面联合防空演习的陆军防空

兵进行实弹射击。

刘 川摄

空军“蓝盾-18”地面联合防空演习打响
锤炼提升跨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和空防基地作战指挥能力

本报北京6月5日电 记者严珊报
道：经各选举单位团员代表会议选举，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席共青团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72名代表已于日前
产生（代表名单见第二版）。

根据团中央和军委政治工作部统
一部署，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席共青团
十八大代表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上
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进
行，实行全程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

选举，差额比例均多于20%。
此次选出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平

均年龄26.6岁。他们中既有各级政治工作
机关优秀青年工作干部代表，也有先进基层
团组织代表、优秀团员代表；既有军官，也有
士兵和军校学员。其中，基层团组织代表36
名、占50%，团员代表26名、占36.1%，大专以
上学历代表54名、占75%，女代表24名、占
33.3%，少数民族代表12名、占16.7%，2013
年以来受军级以上单位表彰和立功的55

名，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广泛性、代表性。
各选举单位把此次代表选举产生

过程，作为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提
升组织力的过程，作为落实从严治团要
求、推进团的建设的过程，严密组织、严
把条件、严格程序、严守纪律，进一步增
强了团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战斗力。广
大团员青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
进取、埋头苦干，进一步激发了实现中
国梦强军梦的青春能量。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席共青团十八大代表选出

本报西昌6月5日电 记者邹维荣
报道：今天 21时 07分，我国风云二号H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H星是我国第一代静
止轨道气象卫星的最后一颗，将与在轨
的风云二号 E、F、G 星开展组网观测。
完成在轨测试后，H星将进行轨道调整，
定点于东经 79度赤道上空，有助于提高
我国天气系统上游地区的监测能力，并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亚太空间合作
组织成员国提供天气预报、防灾减灾等
监测服务。

风云二号H星运行于高度 36000公
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主要载荷为扫描辐

射计和空间环境监测器，可为用户提供
实时可见光、红外和水汽云图，空间天
气和卫星所处空间环境的相关产品，能
对台风、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进行重点
观测，将在气象灾害监测预警、防灾减
灾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空间环境监
测器能够对太阳 X射线、高能质子、高
能电子和高能重粒子流量实行多能段
监测，用于开展空间天气监测、预报和
预警业务。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于 1986 年启动
研制，1997年至今已成功发射 8颗，形成
了“多星在轨、互为备份、统筹运行、适时
加密”的业务运行模式。风云气象卫星

被世界气象组织纳入全球业务应用气象
卫星序列，成为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重
要成员，为全球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
内2500家用户提供卫星资料和产品。

风云二号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工局组
织实施。卫星、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术
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
卫星有效载荷由中国科学院研制，发射、
测控任务的组织实施由中国卫星发射测
控系统部负责，地面应用系统的研制建
设和运行由中国气象局负责。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277次飞
行。

风云二号 H星发射成功
我国第一代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发射任务圆满收官

本报讯 郭冬明、陈晓文报道：在
福州某部服役的景德镇籍新兵王琪，新
兵训练结束刚分到连队，就接到了景德
镇军分区征兵参谋郭轩的电话，通知其
查验银行卡，办理学费补偿。原来，王
琪是应届大学生毕业入伍新兵，按照规
定新兵下连后可以享受学费补偿，但军
分区多次为其办理转账均未成功。郭轩
便主动与他联系，让王琪及时拿到了学
费补偿。
“如今，像这样尽心尽责干工作的

事例，在我们省军区随处可见。省军区
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干部依法履职尽责意
识，形成了事事有人管、人人都尽责的
良好局面。”5月下旬，笔者在江西省
军区采访时，省军区主要领导介绍说，
他们调查发现，随着作风建设持续深
入，反“四风”、正作风取得扎实成

效，但有的干部在工作中只求过得去、
不求过得硬，甚至不作为。为解决这
些问题，省军区党委依据相关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出台工作权力责
任清单，制作工作流程图，对每项工
作的实施主体、主要职责、实施范围、
问责情形等进行规范，确保干部依法履
职尽责。

笔者走进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征兵办
公室，只见墙上张贴的“征兵工作流程
图”格外醒目。图上不仅标示了从网上
报名、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到新兵起运
交接的全部工作程序，还把负责处理每
个环节的责任部门、责任人、相关权力
和责任写得一清二楚。景德镇军分区动
员处处长罗剑军说，有了这张图，谁用
权“越线”、谁尽责“缺位”，大家都一
清二楚。

这个省军区出台相关规定，对依
法履职尽责工作成绩突出的干部进行
奖励，在提拔使用时给予优先考虑；
对履职不力、懒政怠政等不作为的干
部进行追责问责。他们还开通举报电
话、设立举报邮箱，请官兵和群众对
干部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并派出
多支检查组开展经常性检查。今年 4
月，省军区检查组发现某军分区进行民
兵分队集训时，个别干部担心发生安
全问题，没有按计划安排险难课目训
练。检查组当即要求改正，并对有关
人员进行问责。

用权不“越线”，尽责不“缺位”。
细化干部权责，带来扑面新风。今年以
来，该省军区全面建设稳步提升，一批
矛盾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年度工作任务
顺利推进。

用权不“越线” 尽责不“缺位”
江西省军区细化权责增强干部依法履职尽责意识

今日第八版推出“新角色
新挑战新担当”栏目——

从队到连，卫生
连离战场越来越近

44岁 ，我 向 着
“100分连长”冲锋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写在 2018年世界

环境日之际

（第三版）


